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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口

本标准对于引导国内快递服务组织进
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意识,不断降低快递服务过程中的能源消

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积极承担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本标准以E014064-1《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

规范及指南》为主要参考,在结合我国重点快递服务组织调研的基础上编制而成。本标准中排放因子

及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和国内权威的温室气体排放测量参考资料: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发布的《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瑞士 Ec·0⋯
ent2.l

数据库、eB缸ance中国生命周期数据库、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本标准的使用过程中,

快递服务组织应采用更新的资料和数据。

快递服务组织可依据本标准,积极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测量和比较,编写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并采取

有效措施不断提高快递服务组织的节能减排水平。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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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业温室气体排放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快递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测量原则、测量范围、测量方法、排放指标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快递服务组织在快递服务活动中产生的温室气体的测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17.1 快递服务 第 1部分: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 1

快 递 服 务 组 织  express services orgaozation

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的,提供快递服务的企业及其加盟企业、代理企业。

注:快递服务组织包括快递企业和邮政企业提供快递服务的机构。

[GB/T27917.1,定 义
2.2]

3 . 2

温 室 气 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红外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快递服务组织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

3 3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源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murce

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物理单元或过程。

3 . 4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量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计算)。

注:温室气体排放分为直接温室气体排放(35)、问接温室气体排放(36)、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37)。

3 . 5

直 接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曲 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排放。

间 接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in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组织所消耗的外部电力、热力的生产而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其 他 间 接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other in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因组织的活动引起的,而被其他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包括

1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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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接温室气体排放。

3 . 8

固 定 源 燃 烧 产 生 排 放  emission from stationary combustion

化石燃料或生物质燃料在固定燃烧设各中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汴:固定燃烧设各主要包括锅炉、炉灶等。

3 . 9

移 动 源 燃 烧 产 生 排 放  e m i s s i o n  f r o m  m o b i Ⅱe  c o m b u s σo n

化石燃料或生物质燃料在移动燃烧设各中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注:移动燃烧设各主要包括各类航空、公路、铁路和水路运输工具c

3.10

活 动 水 平 数 据  activity data

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的测量值(通常为一年),包括能源的消耗量、物质的使用量和产生量等。

3.11

排 放 因 子  e m i s s i o n  f a c t o r

将活动水平数据与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关联的因子。

3.12

全 球 变 暖 潜 值  gIoba1warming potentiaI(GWP)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度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度影响相关联

的系数。

3.13

二 氧 化 碳 当 量  carbon doxide equivaIent

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tCO2e)。

3.14

砉奎准 ∠F  base year

用来将不同时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或其他温室气体相关信息进行参照比较的特定历史年份。

4 测量原则

4,1 相关性

选择确定适宜的测量范围、测量方法和活动水平数据,确保真实反映快递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4.2 完整性

对快递服务组织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和活动进行确认和测量。

4.3 一致性

采用统一的测量和报告方法 ,对不 同时间段快递服务组织 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有意义 的

比较。

4.4 准确性

对快递服务组织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准确测量,尽可能地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

4.5 透明性

具有明确的数据收集方法和测童计算过程,并对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给予充分说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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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量范围

5.1 组织边界

快递服务组织自主和外包的快递服务系统、辅助快递服务系统(综合管理、后勤保障等),纳人组织

边界。

5.2 排放边界

快递服务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其他间接温室气体

排放。其中:

a)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组织内固定源(锅炉、炉灶)、移动源(航空、公路、铁路、水路运输使用

的交通工具)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b)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组织外购电力、热力等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c) 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快递封装用品生产过程中各种能源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外包收派和运输使用的交通工具等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5.3 温室气体排放源

在确定的排放边界内,快递服务组织活动类型所含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见表 1。

其中,重点排放源应重点测量;非重点排放源因活动水平数据的不确定性大或实质贡献率小等可选

择性测量。

表1 温室气体排放活动类型及排放源

6 测量方法

6.1 测量模型

快递服务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的测量采用排放因子法,根据收集的活动水平数据与对应的排放因子

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方法示例见附录A。

温室气体测量模型见公式(1)。

3

类 别 活 动 类 型 排 放 源 主要能源类型
温室气体种类

各 注
CO2 CH4 N20

直接温室

气体排放

白主收派和运输 交通工具 航空煤油、汽油、柴油 √ √ √ 重'点

后勤保障
锅炉 煤、天然气、柴油 √ √ √ 非重点

炉灶 液化石油气、天然气 √ √ √ 非重点

问接温室

气体排放

自主收派和运输
电力机车和

非机动车
外购电力 √ √ √ 重点

综合管理
耗电设各 外购电力 √ √ √ 重点

取暖设各 外购热力 √ √ √ 冒巨重点

其他闸接

温室气体排放

快递封装用品 生产设备 生产过程 √ √ √ 重点

外包收派和运输 交通工具 航空煤油、电力、汽油、柴油 √ √ √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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⒕E=⒕ D× EF× CⅣ P                        (1)

式中:⒕E——组织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氧化碳当量(tC02e);

⒕D——活动水平数据,单位为吨(t),收集方法见6.⒎

EF—
— ˉ

羽 :放 因 子 (tC02//t,吒H4^,tN20/t);

御″——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值。

62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快递服务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总量("Eu)的计算公式见公式(2)c

AEu =AE汽接+AE闷接+⒕E其他闷接      ‘             (2)

式中:AE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E湃佞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tC02e);

ⅡE闷按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tC02e);

AE其他闷接
~~其他问接温室气体排放量(tC02e)。

6.3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处E仃扌萤)是快递服务组织在自主收派和运输、后勤保障等活动中使用航空煤

油、汽油、柴油、大然气等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计算公式见公式(3)。

AE￠f按=氵Σ(AD燃+l×
ε「燃+lu×G∥P)                 (3)

式中:川D燃栉
~~燃料氵消耗量(t);

EF燃
举‖
— ——

燃 料 j排 放 囚 了
1(tC02/t,tCH4/t,tN20/t);

CTF/P——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值,示例见附录Bc

6.4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AEⅡ刂按)是快递服务组织在自主收派和运输中所采用的电力机车和非机动车

辆、综合管理过程中使用外购电力和热力产牛的排放量之和,其计算公式见公式(4)c

AEl刂接 =Aε人电+ⅡJ人热                        (4)

式中:川E人电
~~外购电力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

⒕E人热
~~外购热力温室气体排放量(tC02e)=

其中,外购电力温室气体排放量(AE人电)是快递服务组织在自主收派和运输中所采用的电力机车

和非机动车辆、综合管理过程中使用外购电力产生的问接温室气体排放量,其计算公式见公式(5)。

⒕E人
屯 =AD+ˉL×

EFL力
                        (5)

式 中 :ⅡD耗 L~~电 力 消 耗 董 (MWh);

EF|乜
力
~~电

力 排 放 囚 子 (tC02e/MWh),已包 含 生 命 周 期 CO2、CH4、N20的 排 放 。

外购热力温室气体排放量(⒕E人热)是快递服务组织在综合管理活动中使用外购热力产生的间接温

室气体排放量,其计算公式见公式(6)。

AE人热 =AD牦热×EF热力                        (6)

式中:△D托热
~~热力消耗董(t);

EF热
力
~~热

力 的 排 放 囚 子 (tC02yt),已包 含 生 命 周 期 C02、CH4、N20的 排 放 。

6.5 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董(⒕EJt他"刂按)是快递服务组织外购快递封装用品、外包收派和运输产生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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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之和,其计算公式见公式(7)。

AEJ1他问接 =⒕E爿装川品+AE外包收派和运输                    (7)

式中:⒕E封装rlll∴
~~快递封装用品温室气体排放量(tC02e);

⒕E外包收派和运输
~~外包收派和运输温室气体排放量(tC02e)。

其中,快递封装用品温室气体排放量(AE封装川品)是外购快递封装用品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封

装用品类型主要包括快递运单、封套、包装箱、包装袋、透明胶带,其计算公式见公式(8)。

ⅡE川块∫Π岫=JΣ(M川装用∴∴i×EF土忄装川∴宀:)              (8)

式中泌封袋丿"Vli~~快递封装用品氵质量(t);              ‘

EF封
装川砧厂

^封
装 用 品 扌排 放 因 子 (tC02e/t),已包 含 生 命 周 期 C02、CH4、N20的 排 放 。

外包收派和运输温室气体排放量(⒕E外包收派和运输)是组织外包收派和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

计算公式见公式(3)~公式(6)。

6.6 排放因子

6.6.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的计算公式见公式(9)。

EF燃
料i =EFIPcc排放系数

× Q燃料/(1 ×
109)                    (9)

式 中 : E F I P c c 排放系数
~ I P C C 中

的 排 放 因 子 ( k 酽T J ) ;

Q燃栉
~~燃料 氵平均低位发热董(kJ/蛞)G

6,6.2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囚子EF|L力和EF热力来源于瑞士Ecollvent2.1数据库和 eBdance中国生命周期

数据库。

6.6.3 快递封装用品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快递封装用品的温室气体排放囚了EF上∫装丿Ⅱ‖l氵由原材料排放因子和生产过程排放因子组成。原材料

排放因子来源于瑞士Econxrcnt21数据库及eBdallce中国生命周期数据库,生产过程排放因子由封装

用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年排放量与封装用品年产量计算得到,其计算公式见公式(10)和公式(11)。

εF爿
装川品i =EF原材料i+EF△ 产过秕                     (10)

EF}广
过△1 = (⒕

E封
装丹l品良按

+Aε
±l装川品u刂接

+AE封
装∫Ⅱ社丨丿1他间接 )/j⒎

f封
装川品“F产吊        (11)

式中:EF原材粘
~~快递封装用品原材料排放因子(tC02yt);

EF△产过秕
~~快递封装用品生产过程排放因子(tC02e/t);

⒕几丨装wl濉
——封装用品生产企业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tC02e);

AE封装丿‖品问接
~~封装用品生产企业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

处E到装丿刂衬丨她问接
~~封装用品生产企业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tC02e);

i l f 上
扌装 F H  l 内∫ 号

~ ~ 封

装 用 品 j 年
产 董 ( t ) 。

6.6.4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示例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示例见附录 C: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因子见表 C.1,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因子见表

C.2,快递封装用品温室气体排放因子见表 C。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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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活动水平数据

快递服务组织在识别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基础上,根据能源类型收集活动水平数据。活动水平数据

来源于表2中的信息,也可参照能源审计及《能源统计报表制度》进行活动水平数据的收集。

表2 温室气体排放活动水平数据种类与来源

6.8 基准年

为了便于测量和比较,快递服务组织应确定用于测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基准年。如不能得到足够的

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信息,可将编制第一份温室气体排放源清单的时间规定为基准年。

7  排,改指 标

温室气体排放指标用于衡量快递服务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具体指标及其计算方法见表3。

表3 温室气体排放指标

温室气体排放源类型 排放活动
活动水平数据种类

(包括但不限于)

活动水平数据来源

(包括但不限于)

固定/移动燃烧源 燃料燃烧 煤、油、气等燃料消耗量
a)采购部门能源供货单、购货发票、缴费

凭证、台账;

b)财务部闸的财务成本年报表、月报表,

涉及能源、动力账等部分;

c)节能(能源)部门的能源消耗台账;

d)重点耗能设各的运行记录;

c)Ill/务外包方提供的能源消耗数据

外购电力和热力消耗源

外购电力 电力消耗量

外购热力 热力消耗量

注:其他组织活动水平数据的确定可参照《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万家企W`能源利用状况报告T作的通知》。

类别 项 冂 计 算 方 法

综合

指标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公式(2)

排放强度(tCo2c/万尢) 温室气体排放`总景/年收人

单个快件温室气体排放量

(kgCO2e/件)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年̀ 总件数

吨公翠温室气体排放量

[kgC02e/(1·km)]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航空运输吨公里+铁路运输吨公里 +

公路运输吨公里+水路运输吨公里)

交通

运输

方式

公路

运输

吨公里温室气体

引u灰 屋:[kgC02c/(t·km)]
公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公路线路 i运输年总质量 ×公路线路 J距离)

单个快件温帘气体

排 放 量 ( k g C 0 2 c / / 件)

公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公路运输总件数

航帘

运输

吨公里温室气体

排 放 量 [kgC02¤
/(t·km)]

航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航线 氵运输年总质量×航线 j距离)

单个快件温室气体

排放景(kgCO2e/件)
航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航空运输总件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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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类 别 项 日 计 算 方 法

交通

运输

方式

铁路

运输

吨公里温室气体

liH灰量 [kgC02o/(t·km)]
铁路温帘气体排放`总量/∑(铁路线路 扌运输年总质景 ×铁路线路 氵距离)

单个快件温室气体

排放量(kgC02e/件)
铁路温室气体排放'总景/铁路运输总件数

水路

运输

吨公里温室气体

引叮攵 量 [kgCO2e/(t·km)]
水路温帘气体排放`总量/∑(水路线路 J运输年'总质景 ×水路线路 j距离)

单个快件温室气体

+i仁放景(kgCO2e/件)
水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水路运输总件数

快递

封装

用品

运单(k￡o2e)

单
鑫弓甫硭驴鳌=封垂禽耸霎景×缲霞孟筝

快递封套(k匹O2e)

塑料薄膜包装袋(k匹O2C)

明料编织布包装袋(k匹o2e)

快递包装箱(kgC02c)

透明胶带(k酸02C)

注:航帘运输包括自营、包机、散航c其中,散航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快件占载质量的比例乘以整机的排放景。铁

路、公路、水路参照此方法计算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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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温室气体排放公式计算示例

温室气体排放公式计算的相关示例见表A.1。

表A.1 温室气体排放公式计算示例

类  别 公  式 /J` 例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AE讧接
=吕 (AD燃栉 ×EF燃

排
×CWP)

某 公 司 ⒛ 13年公 路 运 输 消 耗 的 汽 油 为 100t,则汽 油 的

CO2排 放 囚 子 为 2985吒 02/t,CH4为1辊 l× 103

tCIΙ4沟,N2O为1378×10艹tN20/t(见表 C1),CH4温

室 气 体 潜 值 为 乃 ,N20为⒛ 8。

因 此 , C 0 2 排 放 当 量 = 1 O 0 ×2 9 s 5 + 1 ∞ × 1 Z 1 z 1 ×

10ˉ
3 ×
25+100×1 378×10ˉ

4×
298=306 159tCO2e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A E n * = A D q , s x E F 4 t

某公司⒛13年外购电力 100MWh,则电能的排放因子

为 0%0tCO2e/MWh(已包 含 生 命 周 期 CO2、CH4、N2O排

放,数值见表 C2)。

囚 此 ,CO2排 放 当 景
=100× 0%=%￡ 02c

其他问接温室气体

排放量
⒕E封

装用″i=iΣ(″封装用品|×
EF封

装∫Π古古i)

快递封装用品中运单 0006kg,则运单的排放囚子为

1 8 7 2 k g C O 2 e / k g ( 已包 含 生 命 周 期 C 0 2 、C H 4 、N 2 0 排放 ,

数值见表C3)。

囚 此 ,C02排 放 当 量 =0.006×1s92=0.011kg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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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温室气体及其全球变暖潜值示例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温室气体及其在100年时间跨度内

的全球变暖潜值(cWP)见表 B.1。

表 B.1 温室气体及其全球变暖潜值

温室气体类型 全球变暖潜值(GWP)

二氧化碳(C02) l

甲烷(CH,)

一氧化二氮(N20)



YZ/TO135-201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示例

C.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的相关示例见表C.1。

表 C,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C,2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的相关示例见表 C.2。

表 C.2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类别 能源类型

平均低位

发热景

(kJ/kg)

IPCC Co2

排放因子

(kg/TJ)

CO2

排放因子

(tCO2/t)

IPCC CH4

排放囚子

(kg/TJ)

CH4

排放因子

(tCH4/t)

IPCC N02

排放因子

(k酽TJ)

N20

排放因子

(tN20/t)

公路

汽 油 43070 69300 2 985 1 . 4 2 1  x 1 0 - ' 1,378×10ˉ
4

柴 油 42652 74100 3 161 1.  663 x  l0  
-o

1 663×10ˉ
4

液化石油气 50179 63100 3 166 3 .  1 1 1  x  1 0 - 3 02 1 . 0 0 4  x  1 0  5

天然气 38931 56100 2 184 3 .  5 8 2  x  1 0  
- 3

3 l .  1 6 8  x  1 0  
- a

铁路 柴油 42652 74100 4 15 1 . 7 7 0  x  1 0  
- a

28 6 1 .  2 2 0  x  1 0  
- l

航 帘

航空汽油 43070 69300 2 985 2 . 1 5 4  x  1 0  5 9 8 614×10ˉ
5

航帘煤油 42652 71500 3 050 05 2 133×10ˉ
5 8 .  5 3 0  x  1 0  

- 5

水路

汽油 43070 69300 2 985 7 3 . 0 1 5  x 1 0  " 8 .  614  x  l 0  
- s

煤油 43070 71900 3 097 7 3 015×10ˉ
4

2 8 . 6 1 4  x  1 0  
- s

柴油 42652 74100 7 2 . 9 8 6  x  1 0  
- o

2 8.  530 x l0  
-s

液化石油气 50179 63100 3 166 7 3 513×10ˉ
4

2 1 . 0 0 4 x 1 0 - *

天然气 38931 56100 2 184 7 2 .725  x7O " 2 7 . 7 8 6  x  1 0  
- 5

注:表屮IPCC能源排放囚子来 白⒛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平均低位发热量来 自巾国能源统计年

鉴2012。

类 另刂 能 源 类 型 CO2排放因子

电力 电能(火力发电) 0.960(tCO2e/MWh)

热力 热力(燃煤) 0408(tCO2e/t)

注:电能排放囚子来白cBdall∞中国}命周期数拥库,热力排放囚子来白Ecolll,ellt21数据库c

10

C.3 快递封装用品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的相关示例见表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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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快递封装用品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类别 名  称
生产过程排放囚子

(kgCO2e/kg)

原材料排放因子

(kgCO2c冫
/kg)

总排放因子

(kgCO2c/kg)

快递

封装

用品

运单 0 372 1 50 1,872

快递封套 0 008 2 52 2 528

快递包装箱 0,257 0 88 1 137

塑料薄膜包装袋 0.560 2 68 3,240

明料编织布包装袋 0 537 1 97 2.507

透明胶带 0 795 1 97 2 765

注:原材料排放囚子来白Ecoment21数据库,生产过程排放囚子在⒛12年行业重点企业调研的基础 卜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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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邮 政 行 业 标 准

快递业温室气体排放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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